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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 婕

从云南省凤庆县城出发，驱车沿凤腰（县
城至腰街乡）路行驶，穿过四十八道河水库、
原始森林，顺着水泥路继续前行，不一会儿便
来到茶王村。村寨中间地坎上生长着一株高
大挺拔的树木，就是 3200 多年的茶树王。
2013年，以茶树王为题材的微电影《茶王》和
纪录片《古茶王》拍摄工作就在这里完成。

走进茶王村，在村总支书记李玉禄的
引领下，我们顺着干净卫生的环村公路行
走。公路两旁已安装了太阳能路灯，修建了
垃圾池、卫生厕所，种植了樱桃、红枫、三角
梅、桂花、茶花、红叶石楠、红叶乌桕、银杏、
红豆杉等树种2000多亩。

李玉禄介绍说：“茶王村因具有大量的
古茶树群而得名，全村有古茶树群 2000 多
亩 2.5 万棵，上千年古茶树 3000 多棵，有的
生长在群众的房前屋后，有的生长在原始
森林。有十多户农户从事古茶加工销售。”

行走在鹅卵石铺成的村庄道路上，即
将开放的桂花散发出浓郁的味道，白里透
红的当地小苹果挂满
枝头，摘一个放进嘴
里，甜甜的，嫩嫩的。
站在茶王树下，可纵
观茶王全貌，感受深

厚的茶文化底蕴。
离茶王最近的韩国景家，目前担负茶

王管理和守护之责。今年 59 岁的韩国景正
在清扫茶王周围的环境卫生，他家祖祖辈
辈居住在这里。“随着茶王片区开发力度的
不断加大，游客逐年增多，到我家买古树
茶、品尝生态食品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给家
里也增加了收入。”韩国景说。

今年62岁的李映堂将我们一行迎进家
门，边冲泡着自制的古树茶，边向我们介绍
说：“我家4口人，过去就靠几棵古树茶和核
桃维持生活，旅游业兴起后，又做起全手工
缝制的白毛边底鞋，很受游客欢迎。我们准
备在新房投入使用后，布置一个档次高一
点的茶室，供游客品饮古树茶，其余房间都
用来为游客提供食宿。”

李玉禄告诉我们，自从 2006年 5月，
来自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的茶界名人以及
云南省澜沧江流域的苗族、傣族、佤族、藏
族等8个少数民族5000多人，来茶王村祭拜

了这株“地球上最大的
古茶树”，至今已有来
自韩国、印度、日本等
国家和周边省市的游客
4万多人来此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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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距离邓小平 110 周年诞辰日
还有 5天。适逢周末，四川省广安市协兴镇
牌坊村的农家乐主人胡明轩忙着招呼客人，
难得有时间停下喝口茶。

与村里一排排独具川东民居风格的白色
小洋楼相比，家家户户屋里悬挂的邓小平肖
像更能引起外来游客的兴趣。这里是邓小平
的出生地。95年前，邓小平正是沿着村外的
青石板路离开家乡，留学法国。如今，牌坊
村的农家乐做得红火，旅游业成为村里名副
其实的支柱产业。而随着邓小平诞辰纪念日
的临近，“邓小平故里”的标签让整个广安
市愈发引人关注。

无处不在的小平印记

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设在广安，
我有机会第一次走进广安。汽车驶入市区时
已是傍晚 6点半，正是下班的高峰期，已经
作好堵车的心理准备，却不想道路畅通。透
过车窗，还能看到人行道上三两个饭后散步
的人，道路两侧也没有特别高耸的楼房。这
座川东城市闲适得很。

乘坐出租车去当地的市民广场，刚上车，
计价器里就传出“欢迎乘坐小平故里出租车”
的问候语，让我一愣。“这是为了迎接纪念活
动专门设置的吗？”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
看我，回答道：“第一次来我们广安吧？出租车
上早就这样播了，小平故里嘛！”

的确，这座城市的小平印记几乎无处不
在。沿着街道走一个来回，便会发现，几乎
所有街边商铺门口的液晶显示屏上，都滚动
显示着“感恩小平”、“缅怀小平”的话。位
于市中心的思源广场，是10年前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的献礼工程，如今是广安人气最旺
的市民广场。与中国其它城市一样，每到傍
晚，广场两侧的空地上，许多市民聚集在一
起跳广场舞。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
就是广场舞的配乐了。那曲 《春天的故事》
是这里的“标准配置”。在广场的最高处有
一口铜鼎，是从澳门运来的，铜鼎上刻着邓
小平的题词“发展才是硬道理”。

进入 8 月，广安城区的主干道上，所有
的路灯下都悬挂起纪念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
的红色宣传标语，一直延伸到邓小平故居；
在城市所有重要的地标建筑前，都摆放着纪
念邓小平的硕大的红色气球；桥梁的护栏也
改换成了红色。广安市委书记侯晓春这样解
释：“每一块红色，都是对小平同志的缅
怀。”

小平故居成热门景点

从重庆机场乘车前往广安，途中需要经
过长长的华蓥山隧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广安华蓥山地下党和华蓥山游击队便在这一

带从事武装斗争，开辟根据地。
如今，这块浸润了红色精神的土地，

正努力将“红色”发挥到极致。广安当地
的导游张培告诉我，来到广安的游客有两
个地方是必去的，一是邓小平故居，二是
华蓥山。位于牌坊村里的邓小平故居无疑
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如今，故居、陈列
馆、缅怀馆、铜像广场、翰林院子、协兴
老街等与邓小平当年生活相关的场所，被
连成一片，改造成为一个风景旅游区。

翠竹掩映的邓家老宅就藏于这个景区之
中。经过修缮的老宅，是普通的农家三合
院，占地 800 余平方米，有大小房屋 17 间，
木质结构，青瓦粉壁，古朴典雅。故居的墙
壁上贴着邓小平少年时生活的场景绘画，房
间里摆放着农具、家具，由此可以想象出当
年生活的场景。

慕名而至的游客让牌坊村彻底“换了新
颜”。牌坊村的村支书邓治军说：“10 年前，
村里一台空调都没有，如今一家好几台。”
这个345户人家的村子里建起了52家农家乐
和 118 个客栈。据邓小平故居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来到广安红色旅游的人很多都是
冲着邓小平故居来的。2013年，故居的参观
人数达 200 万，今年上半年参观人数就已超
过 160 万。2013 年，广安市红色旅游收入已
超过 120 亿元，成为四川省红色旅游的龙头
和全国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35年前，邓小平在黄山的一席话，对我
国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而今，他的故乡，取意“广土安辑”的
广安，正孕育着一个旅游发展的梦想。据
悉，广安已敲定旅游发展新目标：力争到
2017 年，旅游总收入超过 500 亿元，走在四
川省旅游业发展前列，成为全国红色旅游基
地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在侯晓春看来，除去红色旅游资源，广
安还具有依山傍水、蜿蜒江湾、城市中轴线
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

根据广安市编制完成的旅游产业园区发
展总体规划，新规划旅游产业园区10个，总
面积 600 平方公里，其中产值超 100 亿元的
旅游产业园区 3个。据侯晓春介绍，对于发
展红色旅游，广安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包括
建立红色体验园、国防园、农业科技观光体
验园、红色文化影视城等，其中有些项目已
经完成。

去年 3 月，以邓小平故里景区为核心的
川渝合作示范区广安协兴生态文化旅游园区
成立。未来，广安市计划将其打造成为川渝
合作改革发展先行试验区、国家重点文化旅
游产业聚集区，并依托渠江、西溪河、白云
湖、笔架山等自然资源，打造世界一流的生
态文化旅游度假区。

泰山之阳、金牛山下的长安园，依
山傍水，更加秀美。8月 6日，时逢季羡
林先生诞辰 103 周年、逝世 5 周年之际，
季羡林基金会和泰山文化研究院举办的
季羡林铜像暨季羡林纪念园，在这里隆
重揭幕。

走进纪念园，一大块泰山巨石坐北
朝南，屹立在纪念园的中央。巨石刻有
季羡林先生手书的 《泰山颂》。整篇书
法淋漓酣畅，端庄遒劲。全篇共 160 言，
仅录数句：“巍巍岱宗，五岳之巅。龙踞
神州，上接九天。吞吐日月，呼吸云烟
……登高望岳，壮思绵绵，国之魂魄，
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泰
山颂》 石下，矗立一尊季羡林先生的铜
像，铜像面部慈祥，双目前望，仿佛还
在向你述说着他那睿智的人生感悟。铜
像右有一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有 《季
羡林墓志铭》。

季羡林的生前同事、好友来了，季
羡林任教过的清华、北大的师生来了，
季羡林的敬慕者、粉丝来了，季羡林铜
像暨纪念园的谋划者、建设者也来了。
揭幕仪式的主持人、季羡林基金会秘书
长王如在会上激情感言：“我们基金会搞
这次活动就是为了纪念季羡林先生，弘
扬季羡林所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贡献力量。你们的到来，再次了彰显季
羡林精神的魅力。同时也证明了我们搞
这次活动深得人心，是搞对了。你们的
到来，让我们更加感到任重道远、责任
重大，更加坚定了继续弘扬季羡林精神
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清华大学学
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基金会理事长潘
际銮教授在揭幕仪式上讲话：“季老是我
在清华大学的学长，是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清华精神和清华人的杰出代表。今
天，我们能把季老纪念园建在泰山，实
现了季老对泰山的尊敬和向往，也让季
先生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精神，在今
天圆满落地。这为我们精神文明建设增
添了又一佳话和人间美谈！”

纪念园从 2012 年 8 月开始奠基，今
天建成揭幕，从选址到设计，从季老铜
像的姿态到园中巨石的利用，都能看出
设计者建设者们的煞费苦心、竭尽全
力，也反映出人们对季先生的衷心爱戴。著名人物传记作家杨建业在会上宣读了
他亲手撰写并已镌刻在纪念园大理石上的 《季羡林墓志铭》：“季羡林博古通今、
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著译宏富，全书 30 卷共 1200 多万字……季羡林愈老愈
红，愈老愈火，在晚年又成为一位承担社会责任的公众人物，声名更加鹊起……
季羡林是一座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高的大山；是一片广阔无际、奔腾不息的海洋；
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珠宝库；是一座姹紫嫣红、芳香醉人的百花坛；是一部启迪人
智慧、激励人奋斗、令人回味无穷的书……”

许多与会者在大会上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季羡林先生的学问和人品。
原泰安文联主席江济源，原泰安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袁明英，曾多次到北京看

望季老，请教对泰山文化建设的想法和问题。当时他们给季老带去一套《明拓泰
山经石峪金刚经》，季老十分高兴，他说：“泰山石刻数量之多、形制之巨、历史
之悠久、年代之延续，是绝无仅有的。”泰安教育学院创办的《岱宗学刊》被国家
批准正式刊号后，季老写信为之祝贺：“岱宗学刊公开发行，大快人心。”他们编
的《泰山石刻》，季老欣然为之作序。

北大应届毕业生张严曾做过季羡林基金会的学生助理。她在会上发言：“先生
在北大任教时间最长，感情最深，是我们北大最受尊敬的师长。季先生把他的
15000余册藏书捐献给北大图书馆，北大为此成立了季羡林工作室，并委托基金会
秘书长王如定期查阅和登记。季羡林先生的著作内容博大，从他的作品中我读到
了大爱，一种超越了个人名利，爱自然、爱生命、爱世间美好事物的高尚情感。
他的博大胸怀，深得我们学子的心。”

揭幕仪式上，我也献上一副用宣纸写好了的巨额对联，以表达对先生的追思
和崇敬。横联是：“一代宗师”；上联是：“斯人倚泰山，慧眼妙手续经典，前无古
人。”下联是：“圣贤观沧海，凝神静心著华章，后馈来者。”在场许多人说，这副
对联也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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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广安邓小平故里景区邓
小平铜像前，几位游客正在合影。

图②③④：：邓小平缅怀馆邓小平缅怀馆景物景物。。
（（均来源百度均来源百度））

由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主办的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九
甲小学第六届航天夏令营刚

刚落下帷幕。去年担任夏令营志
愿者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对于藏区的孩子来说，北京的一
切都是新鲜而又陌生的，航天的神秘

和崇高令他们敬仰和期待。同样的，对
航天夏令营志愿者来说，古老的拉卜楞

寺是何其的神秘，而藏区孩子们的高原红
映衬着的洁白哈达也令青年志愿者们神往。

正是8月，北京的天气尤其的闷热，在
参观完“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森林
公园之后，孩子们回到了东高地，经过几天
的接触，孩子们在志愿者哥哥姐姐面前，
早没有了初次见面时的羞涩和拘谨，变得
异常活跃起来。得知他们喜爱的一位志愿
者晚上将参加篮球比赛之后，孩子们马
上就坐不住了，纷纷要求去球场给志愿
者哥哥加油，五年级的拉浪扎西更是

和他哥哥承担起了统计人数的“重
任”。在确保孩子们身体状况没问

题的前提下，志愿者们带着一队
人马浩浩荡荡地朝着球场出发

了。
他们在球场上一出
现，立刻吸引了大

家的注意，孩
子 们 不

仅没有害羞，还大声地给他们的志愿者哥哥
加油。比赛结束之前，六年级班的索南草老师
还临时组织孩子们排练了队形，准备献唱一
曲。比赛终场哨声一结束，输赢在孩子们看来
已经完全不重要了，他们婉转优美的藏语歌
声让现场的队员和观众沉醉了。

火箭研究院自从 2007 年对夏河县九甲
中心小学开展捐资助学计划以来，每年举办
一届航天夏令营，为藏区孩子们打开一扇希
望与新奇的大门，同时展现了研究院将航天
大爱回馈社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发
展理念。而将这一积极健康形象及时撒播出
去的就是志愿者们。

志愿者们不仅统一着装，还佩戴了专门
的胸卡和志愿者徽章，当他们和藏区孩子们
出现在任何一个景点的时候，无不引起游客
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藏区孩子小脸蛋上高
原红的特征，更因为志愿者全程专业、细致
的志愿服务。

航天夏令营活动已经成为航天研究院志
愿活动的精品，除此之外，院属各个单位还有不
少的志愿者协会，他们也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
展社会公益活动。在去年夏令营活动开展的过
程中，211厂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不仅积极帮
助联络了汽车博物馆，为孩子们争取到了免费
参观的机会。他们还用义卖获得的善款，购买了
原材料，连夜赶工制作了一批手串，在火车站欢
送仪式上，将这份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到了夏河
县九甲中心小学的师生手中。礼轻情意重，收到
礼物后，孩子们特别高兴，也将代表藏族孩子情
谊的哈达献给了211厂的志愿者们。

5天的夏令营活动很快

结束了，临别的火
车站台上，爱说爱笑的
志愿者和孩子们都有些沉
默。当孩子们给志愿者献哈
达时，他们像洪水一般，带着五
色的哈达涌向志愿者。很快火车启
动了，老师、孩子、志愿者都哭红了
眼。一份朴素的亲情，也深深印在了
他们的心里。

（作者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志
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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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茂盛的生长茂盛的32003200多年多年““茶王茶王”” 旅途上的感动⑧

第 二 届 航 天 夏 令 营 期
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党委副书记罗晓阳带小学
生参观中华航天博物馆。


